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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恒：潜心“智造”工业互联网创“芯”突围
本报记者 沈静

人物介绍

王恒，重庆邮电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青年拔尖人才，国家
863计划主题项目“全互联制造网络技术”首席专家，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
人才协会会员,重庆市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重庆英才·创新领军人才，重庆
市学术技术带头人，重庆市“巴渝学者”特聘教授，重庆市高校工业物联网创
新研究群体负责人，工业物联网与网络化控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
任。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在IEEE Transactions on Signal Process-
ing、IEEE Transactions on Communications等 IEEE期刊发表论文
20余篇；获授权发明专利40余项；入选美国斯坦福大学发布的全球前2%
顶尖科学家榜单第3期（World’s Top 2% Scientists 2021）；获重庆市技术
发明奖一等奖1项、重庆市教学成果奖二等奖1项；获重庆市十佳科技青年
奖、中国电子学会优秀科技工作者。

在许多人眼里，工业互联网是一个
模糊且略神秘的存在，其中的知识点让
多数人摸不着头脑。“你好，打开空
调。”打个招呼，客厅里的空调就打开
了，这是当下智能家居的生活场景，也
是工业互联网的一小枝蔓，顺着这条
藤，你可以触摸工业互联网的脉络。
虽然工业互联网对普罗大众仍是一个
神秘缥缈的概念，但重庆邮电大学博
士生导师王恒却矢志不渝、潜心“智
造”地带领工业互联网创“芯”突围，摆
脱钳制，实现自主。

学习之路
专注成就专业

1981年6月，王恒出生于河北省新
乐市，经过10多年的寒窗苦读，以优异
的成绩从河北正定中学考入了重庆大
学通信工程学院通信工程专业。进入
大学后，他对学业依旧没有丝毫放松。

“1999年，我来到重庆大学，被分到
一间位于拐角处的10人宿舍。”王恒笑
着告诉记者，虽然10人间条件有限，但
学习氛围浓厚，踏实肯干的习惯就是从
那时养成的。

“宿舍就像一个大家庭，来自天南
海北的兄弟生活到了一起，大家互相帮
助，共同成长。”王恒介绍，他们专业的
工程制图作业一画就是几个小时，但当
时宿舍11点准时断电熄灯，室友们就各
自从抽屉里取出蜡烛点燃，然后继续拿
着三角尺赶图，有时也会畅谈人生。

“虽然我们宿舍有10个人，但大部分
时间宿舍都是空荡荡的，因为我们以‘上
自习’为荣。”早上七八点钟出去，到夜晚
教学楼关灯，室友才陆续回来。这种氛围
营造了室友们踏实肯干的学风，目前大学
室友活跃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都已经
成长为信息领域的青年骨干人才。

除了有同行人的鼓励，领路人的指
引对王恒的影响也非常深远。“中国工
程院杨士中院士是我研究的领路人，他
是我博士生导师，杨院士对科学问题敏
锐的洞察力，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

原来，读博期间，王恒在做一些关
于协作通信方面的工作，杨士中院士为
王恒提出了很多建议。那时，学术界以
每次选择信道值最大的一个节点进行
协作为主的通信方式，并且已经有了一
些科研证明，这种协作方式可以达到最
优理论性能。

“正当我准备基于此分支进行下一
步的研究工作，杨院士在我向他汇报时
敏锐指出，如果各个节点的信道值比较
接近，或者受信道采样误差影响较大时，
这种方法在实际网络中难以达到最优性
能，需要进一步改进完善。”王恒说，事实
证明，这一分支领域国内外同行后续重
要的研究工作，就是对这个方向进行改
进完善。结合研究积累的工程经验，发
现和提出科学问题，进而在理论上寻求
突破，并在实践中加以验证，一直是王恒
学术研究中的一项重要方法。

科研之路
有志者事竟成

2006年，王恒开始在重庆邮电大学
自动化学院工作。在学校、学院和团队
的培养下，他围绕工业网络进行了长期

研究。从参加团队项目，到主持项目，最
后牵头承担国家级重大重点项目，一路
走来，他坚信有志者事竟成。目前，他主
要从事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研究，是该
学科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

“通过艰苦的努力，做到了曾经以
为自己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这种进步最
让人拥有成就感。”2012年，刚过而立
之年的王恒，就被任命为项目负责人，
牵头申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这
个项目的国拨经费金额超过 1400 万
元。此前王恒从来没有负责过这种级
别的重大项目。“最初接到这个任命，欣
喜与担忧时刻交替困扰着我：是安于安
逸区，还是跳出安逸区探索未曾达到的
领域？”在学校、学院和团队的鼓励和支
持下，王恒战胜畏惧，跳出安逸区，全力
准备申报书和答辩，并最终拿下这个项

目。这次胜利，让王恒看见了国家对青
年人才的重视，更坚定了他科研报国的
决心。

“干工作，特别是科研工作，没有经
历过困境，又怎么可能看见希望的彩虹
呢？”2019年，王恒牵头承担了一项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的工业互联网领域的
课题——研究工业异构网络高速协议
转换装置，该装置需要支持五种以上工
业协议与IPv6协议之间的高速转换，
转换时间需要小于2毫秒。

“接到任务，初期讨论，我们团队认
为达到这个指标不难，但随着研究的深
入，发现一些主流的工业协议例如Pro-
finet、CIP等，其技术从芯片、模块到软
件均掌握在少数国际大公司手中。”王
恒告诉记者，最初他们购买的芯片或模
块，并没有开放相应的接口，无法实现
向IPv6的转换，更达不到所要求的转

换速度。研究一度陷入中断。
经过讨论，王恒团队最终决定，自

己编写、自己掌握这些工业协议，摆脱
技术受制于人的瓶颈。“研究团队每个
人负责一项工业协议研究，从协议的标
准开始学，先吃透几百页的英文标准，
再编写协议转换代码，最终我们团队研
究成功，掌握了这项工业协议的自主
权。协议转换速度达到了小于100微
秒指标，性能处于业界领先水平。”这次
成功极大地激励了王恒，让他对未来研
究更加充满信心。

教学之路
做到因材施教

作为一名研究生导师，王恒认为，
发现并引导学生找到自己擅长的领域

非常重要。当遇到瓶颈时，还能够帮助
学生寻找突破口，这才是一位优秀研究
生导师所要做的事情。

目前王恒指导的在读学生包括3位
博士生、18位硕士生。对于研究生的培
养，王恒认为应该是从研究的新手到导师
的助手最终到导师的合作者的成长过
程。导师不能坐等研究生自行成长，而是
应主动对研究生的科研能力进行培养。

从培养合作者的角度看，特别要注
意因材施教。有的研究生数学基础好，
有的研究生编程功底深厚，有的研究生
动手能力强，导师需要根据他们的兴
趣、基础、特长、潜力等多种因素，结合
项目需求，综合确定他们的具体研究方
向，并加以指导。

在王恒的研究组，既有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等偏重基础理论研究的项
目，也有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等偏重

技术攻关的项目，能为研究生提供多样
化的选择。有一名2016年毕业的硕士
生，王恒印象非常深刻。“这位学生进入
实验室后，首先从事协议开发。但进展
不顺利，到研二时，也没有取得预期进
展。”王恒介绍，在多次与学生交流后，发
现这位同学本科虽然毕业于自动化专
业，但中间经历了一次转专业过程，原来
他在数学方面具有很好的专业能力。于
是，经过与学生沟通，让他在研究方向上
尝试改做时间同步方向的理论研究工
作，后来他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在领域
内权威国际期刊发表了3篇论文。

“因材施教，不是简单的一句话，而
是需要去细心观察、深入交流、综合考
量，才能了解学生具备的才能，针对这
些才能实施相应的教育，才能培养出高
水平人才。”谈及未来的教育，王恒希望
多出一些“因材施教”的优秀学生。

未来之路
实现行业领跑

如今，王恒所带领的重庆市高校工
业物联网创新研究群体是工业物联网
与网络化控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重
要组成部分。团队里有教授、副教授、
博士生、硕士生等，经过长期紧密合作，
形成了精确时钟同步、确定性调度、
WIA-PA工业无线网络、工业融合网络
等稳定研究方向，牵头主持国家863计
划主题项目和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
负责完成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重点项
目，取得了一批原创性研究成果，是一
支活跃在工业互联网领域的科研热情
高、科研能力强的学术团队。

对于未来将从事工业互联网领域
的青年人，王恒希望他们力争成为复合
型人才。工业互联网是一个典型的交
叉融合领域，是控制、计算、通信等多个
学科的交叉点。未来，工业互联网还将
进一步智能化，实现感-算-传-智的一
体化。只有广泛地吸取各个学科的相
关知识，做复合型人才，才能为工业互
联网各领域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去年，重庆邮电大学启动了“世界
一流学科攀登计划”。下一步，王恒将
继续在工业互联网时间同步、实时调度
与异构互连方向深耕，并研究工业网络
智能、工业5G-U/6G等前沿技术，力争取
得更多有价值的成果；同时，打造高水平
学术队伍，在工业互联网领域带出一支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团队，提升学
科国际影响力，为学科发展贡献力量。

此外，王恒还将积极进行技术推广
与转化，助力制造业转型升级，服务国
家、西部和重庆工业互联网的创新发展
需求。

▶王恒（中）在实
验室指导学生。

▼王恒在实验室。
受访者供图


